
2019 年 8 月（总第 210 期） 

 30 

高教研究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下学前教育专业琴法课 

教学改革研究 
◆刘丽娟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510665） 

 
摘要：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背景下，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已经
成为现阶段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学前教育专业的琴法课是一门重要的

基础课程，属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必须课，本文将结合目前

学前教育专业琴法课的实际情况及普遍问题，分析存在的不足，并提出
解决对策，以期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实际琴法应用能力和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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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家教育十三五规划，强调“以增强学生核心素养，
技术技能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统筹规划课程与教材建
设，对接最新行业，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优化专业课程结构，
更新教学内容等”；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指出，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着重培养创
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等等，因此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培
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已成为重中之重，而琴法课作为学前教育
专业艺术学科中的专业技能必须课，也势必要针对目前的问题和
不足向应用型改革转型。 

一、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琴法课教育现状 
（一）专业教师师资不足，优质生源缺乏 
近些年随着各高校的不断扩招，师生比开始严重不平衡。而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因就读本专业前几乎没有接受过较系统的音
乐教育，所以学生音乐底子薄弱，身体协调性及音乐素养非常欠
缺；另外学前教育专业归属教育学院，因此缺少专业的音乐教师，
而本专业学生随着不断扩招人数越来越多，现有的师资力量已明
显不足，学生多专业老师少，再加上琴法教学属于偏技能方向，
学生又基本都是零基础初学者，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针对学生
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一指导，所以师生比的严重不平衡，优质生源
的缺乏都制约着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教学内容和模式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偏离 
目前仍有许多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采用较传统的教学方式方

法，如在教材选用方面大多采用《拜厄》，《钢琴基础教程》等教
材，教材内容不够丰富，实用性不高；在教学内容上大多注重钢
琴演奏技能，忽略了儿歌弹唱，即兴伴奏，音乐素养等方面的能
力培养；在教学模式上大多采用传统的单一的“一对一”或“集
体课”形式，没有进行较好的教学模式融合，这些方面都与应用
型人才培养目标偏离，使得该专业学生与社会需求脱节。 

（三）教学目标不够明确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的是教育祖国花朵的园丁，在琴法教

学方面，教学目标不应该只是培养学生的钢琴弹奏技能这么单
一，而要更多的注重学生儿歌弹唱，即兴伴奏及音乐素养等综合
能力的培养，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 

二、学前教育专业琴法课向应用型转型的重要性 
学前教育专业，其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学前教育的合格师

资，琴法课作为其专业实践技能课中较重要的一门，它可以使学
生获得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该专业学生学习琴法是为了对职
后幼儿园实际工作中的音乐活动，音乐游戏及音乐教育教学工作
起到主要或者辅助的作用做铺垫，因此在学前教育专业琴法课教
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培养高素质全面的应用型幼儿园
教育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三、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下学前教育专业琴法教学
改革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为了适应日后岗位需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琴法学习中要

以培养儿歌弹唱能力，培养学生综合音乐素养能力为主的教学目
标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根据该专业学生的学习年限及教学大纲要

求，分以下阶段依次制定教学计划，以规范钢琴弹唱教学。 
第一学期：钢琴弹奏基础+伴奏基础知识（简易基本伴奏音

型等）+儿歌弹唱 
第二学期：钢琴基础+简易伴奏+移调练习（一升一降）+儿

歌弹唱 
第三学期：钢琴基础+儿歌伴奏+儿歌弹唱+移调练习（三升

三降范围） 
第四学期：钢琴弹奏+即兴配奏+儿歌弹唱（包括移调练习）

+键盘实践 
对不同年级不同程度的学生由浅入深做不同的要求，在教学

过程中要加强对学生读谱能力和弹唱能力的培养，避免因读谱问
题导致的弹奏问题，因唱歌音准问题而导致的弹唱脱节，其次就
是通过音乐培养学生真善美的情感表达，避免学生只是机械的弹
奏，千篇一律，缺乏生动性和音乐表现力。 

（二）教学形式的改革 
为了使教学内容达到较好的预期，教学形式也要随之进行改

革创新，不能单一的使用“一对一”教学或者“集体课”形式教
学，因为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学习能力接受能力不同，出现的实
际操作问题也不同，所以这种教学形式缺乏针对性；而“一对一”
教学因学生多老师少，每人分配的课堂时间有限，教学进度也会
受影响，所以要将两者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比如第一课时集体
课形式统一讲解新的知识，而第二课时就针对上一节课布置的弹
奏作业进行小组一对一回课，另外也可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
传统教学方法与数字多媒体课件相结合，利用多媒体平台，让学
生更好的领悟音乐，感受音乐。因此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和融合性
才能更好地帮助学前教育专业琴法课教学向“应用型”转型，更
好地使教学达到既定目标。 

四、结语 
学前教育专业琴法课向“应用型”转型是大势所趋，是专业

发展和幼教实践的需要，提高学前教育琴法教学质量，推动学前
教育进步，才能使应用型转型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能够在人
才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向社会输送学前教育的合格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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